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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财政收入占 G D P比重看

河北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

齐守印

河北经济自2003年以来 直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好势头，

2005年 G D P 突破 1 万亿大关。与此同时，经济质量

也在逐步提高，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财政收入占 G D P的比重

逐年上升，从 2002年的 8.90% 上升到 2005年的 10.23% ，

3年间提升了 1.33个百分点。但是，河北财政收入占 G DP

比重指标在全国位次居后的局面却没有改变，2005年在全

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中仅居第 29位。

财政收入占G D P比重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财政收入征收

强度和 G D P的结构与质量。这几年来，河北财政收入每年

增长速度都远高于 G DP增长率，虽然个别地方存在财政收

入年终“留尾巴”的情况，但也有地方存在“收过头税”的

现象，两相抵消，总体上应当说征收强度是适度的。因此，

应当在 G D P 方面去找原因。

从产业结构对财政收入占 G DP比重的影响看，可以说

河北产业结构在多层次上都不利于提高财政收入占 G DP的

比重。首先，三大产业结构制约了财政收入占 G DP比重的

提高。2004年，河北三大产业比例为 15.6∶52.9∶31.5，
其中，一产比重居全国第 17位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.4个

百分点；二产比重居全国第 8位，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；三

产比重居全国第29位，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.4个百分点。由

于一产基本上不提供财政收入，三产提供财政收入比率远

高于一产，一产和三产比例与全国平均值相比前者高、后者

低，虽然数值不大，但对财政收入占G D P的比重也有影响。

按河北 2005 年的经济规模计算，G D P 的一个百分点就是

100亿元，如果是第二、三产业，大体可以提供 20亿元的

财政收入，河北一产比重高于全国平均0.4个百分点、三产

低于全国平均 0.4个百分点，由此少提供 8亿元财政收入，

进而使当年财政收入占G D P的比重降低0.08个百分点。其

次，二、三产业内部结构也不利于财政收入占 G D P比重的

提高。河北二、三产业内部结构特征是传统产业多、现代产

业少（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仅占 G D P的 3.3%），上游

产业多、下游产业少。一般而言，现代产业和下游产业产品

附加值和利润率高于传统产业和上游产业，因此，河北二三

产业内部结构的“两多、两少”，决定了河北同量的固定资

产投资、同量的资产存量所产出的 G DP相对较少，同样规

模的 G D P 所提供的财政收入也相对较少。第三，第二产业

产品结构同样不利于财政收入占 G D P比重的提高。河北工

业产品结构特征是初级产品多、精深加工产品少，一般产品

多、名牌产品少，科技含量低的多、科技含量高的少。这 “三

多、三少”，进一步决定了河北同等生产规模所产出的工业

增加值相对较少，而同等工业增加值所包含的利润量相对

较少，进而影响G D P中增值税、所得税及其附加的入库量。

以上分析表明，河北之所以 G D P 总量居全国第六位，

而人均财力、人均财政支出和人均工资水平却都处于20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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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后，除了人口总量、劳动力总量和财政供养人员总量相对

较多以外，主要原因就是经济结构层次低，由此导致财政收

入占 G DP比重低。如果进一步分析，在经济结构的几个层

次中，对财政收入占 G D P比重低影响最大的不是三次产业

结构，而是二、三产业内部结构和工业产品结构。所以，河

北必须在二、三产业方面深入分析影响财政收入占 G DP比

重低的原因，并相应采取对策。

从经济效益水平对财政收入占 G D P比重的影响看，为

了说明这个问题，我们先看： 2004年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

业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，全国平均水平 8 .23% ，河北为

6.04%，比全国平均低26.6%；大中型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

润率全国平均水平7.44% ，河北为7.09%，比全国平均低5%；

河北 36 个主要行业全部大中型工业企业工业成本费用利润

率，低于全国平均值的有24个行业，占行业总数的 2/ 3。令

人震惊的是，列为河北十大主导产业的 8个工业产业（其余

两个分别是现代物流业和旅游业）中，竟然有7.5个成本费

用利润率分别低于全国平均6% -80% 不等。这组数据表明，

占河北 2004年 G D P52.9% 的第二产业整体经济效益比较

低，不仅制约企业现实竞争力、长远发展后劲和企业职工工

资水平提高，而且直接影响企业所得税收入，导致财政收入

占 G D P比重难以提高。按照2004年河北第二产业规模，成

本费用利润率每一个百分点代表47亿元的利润，影响14亿

元的财政收入。利润率低 10个百分点，就会影响 140亿元

的财政收入，进而影响财政收入占G D P比重 1.4个百分点。

2005年，河北经济总量占全国第 6位，而企业所得税收入

总量在全国占第9位，企业所得税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居

第11位，也间接说明企业经济效益差与财政收入占G D P比

重低之间的正相关关系。

河北第二产业企业总体经济效益差，究其原因，除了经

济结构层次低以外，主要是技术水平低和经营管理粗放所

致。河北 3/ 4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没有科研开发机构，而

成本费用利润率普遍较低，则直接说明工业企业包括人力

资本管理、质量管理、营销管理、成本管理、财务管理等在

内的经营管理水平整体上比较低。

财政收入占G DP的比重既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质

量的重要指标，又是关乎一个地区居民能够从经济发展中

得到多少实惠的关键指标之一。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

发展观，通过科学地发展经济明显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生

活水平，实现“五个统筹”，需要十分关注和努力提高财政

收入占 G D P的比重。构建和谐社会，化解各种影响社会和

谐的经济社会矛盾，必须以强大的财政实力作为物质基础，

从而也需要十分关注和努力提高财政收入占 G D P 的比重。

因此，必须把逐年提高财政收入占 G DP的比重作为指导河

北经济发展的主要中间目标之一。其中的关键是以调整经

济结构、加快科技进步、加强科学管理为主要着力点，加快

转变经济增长方式，提高整个区域经济体的效益水平。

从战略指导思想上，要外延扩张与内涵提高并重。之所

以强调“并重”，而不是以其中某一方面为主，是因为河北

经济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中期，二、三产业发展余地还很

大，必须重视新建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。同时，河北二、

三产业已经达到相当规模，在G D P总量中已经占到近85%，

主要依靠外延发展已经不能解决投入多、实惠少的问题，必

须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效益、要实惠，在调整优化经济结

构、加快科技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上多下功夫。为此，要坚

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，切实做到新建项目与技术改造项目

“两手抓、两手硬”；新建项目的谋划和审批要突出重点支持

现代产业、下游产业和精深加工产品、高技术含量产品发展

的政策导向。县域经济发展也不能满足于“有项目就行、能

发展就好”，要以科技含量、效益水平为尺度在产业和产品

层次上进行优选，在空间分布上要向小城镇工业园区集中。

在城乡经济发展关系上，要大力实施城市化战略，坚持

走城市化与工业化互相促进的经济发展道路。城市化水平

越高，二、三产业增加值占 G DP的比重越高，财政收入占

G DP的比重才会越高。然而，城市化水平不会凭空提高，必

须以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为基础。同时，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

的提高也会合乎规律地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，相应增加第

三产业对财政收入的贡献。

在科技与经济的关系上，要大力实施科技兴冀战略，全

力推进科技与经济融合，把科技进步、科技创新和科学管理

当作优化经济结构、提高经济效益、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关键

措施来抓。广泛实施以企业为主体、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研

发和创新项目，各级财政科技专项资金要给予重点支持。高

度重视科学管理对于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关键作用，着力

培养并大力推广以科学管理促进效益提高的先进企业典型，

带动所有企业提高科学管理水平。

在政策措施上，要加强对经济结构多层次调整优化的

规划指导，加强对加快科技进步、提高科学管理水平、提高

经济效益的示范引导，加强对优化经济结构、加快科技进步

和提高经济效益的政策鼓励。

在政绩考核上，要兼顾 G D P 增长率、经济效益指标、

财政收入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占 G DP比重，依此建立主要经

济指标通报制度，强化政绩约束与激励机制。
（作者为河北省财政厅厅 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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